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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张中坡 韩诗雨

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针。7
月11日清早，走进方城县小史店镇徐冯庄村
黄花菜种植大田里看到，30多名工人正穿梭
在一片“花海”中，鲜嫩的黄花菜在工人们一
掐一折间便收入篮中，其他人则将采摘好的
黄花菜称重、搬运、装车，田间地头一派忙碌
景象。

“我今年种了6亩多菜，能收入几万元
哩。”正在忙着采摘黄花菜的徐冯庄村困难户
闫书贵格外高兴，“平时田里好管理，不费事，
全家就指望这些菜了。”

黄花菜，又叫金针菜，既可药用，又可食
用。徐冯庄村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尝试黄花
菜种植，近几年，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徐冯庄村
把黄花菜作为特色产业来打造，通过农业技术
将野生黄花菜品种引进大田种植，既保障了黄

花菜的品质，又实现了产量和效益“双提升”。
“今年的黄花菜长势不错，鲜菜每亩产量

在4000斤左右，晒干后能有650斤，每亩收
益都在1万元以上。”看着陆续采摘的几百亩
黄花菜，徐冯庄村党支部书记、该村黄花菜种
植带头人闫为民，言语中透露着丰收的喜
悦，“黄花菜进入大面积采摘后，用工高峰达
到一天100多人，摘一斤0.9元，每人每天早
上干4个小时，就能挣100元左右，整个采收
期，光发工资这一项就得十几万元。”

闫为民告诉记者，在发展黄花菜种植前，
为让群众能够赚到钱，他曾多次赴驻马店、三
门峡和陕西省渭南市等地学习考察，详细了
解黄花菜的生长条件、大田种植技术和当前
市场前景等，确保黄花菜特色产业在本村落
得下、发展好、有效益。

如今，徐冯庄村已发展黄花菜种植面积
400多亩，吸引全镇10多个村种植近千亩，

在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参与种植的同时，有效
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除此之外，闫为民还严把黄花菜种植源
头关，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试验，目前经他引进
培育后的苗种远销江苏、安徽和信阳、三门峡
等地，苗种销售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一笔可
观收入。同时，他还鼓励妻子利用网络平台，
帮助种植户拓宽黄花菜销售渠道，确保黄花
菜特色产业持续稳定释放经济效益。

“这几年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积
极性越来越高，下一步，我们村争取在两年内
实现1000亩的发展目标，并引进烘干和深加
工设备，拉长产业链条，提升群众收益。”闫为
民说。

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小史店镇以“一村一品”为抓手，
紧紧扭住特色产业发展“牛鼻子”，在“特”字
上下真功、谋实招，因地制宜，另辟蹊径。目

前，该镇发展红薯、烟叶、中药材、黄花菜等农
业特色产业品牌10余个，特色产业不仅促进
了群众增收致富，更指明了乡村振兴突破口。

因地制宜，以“特”制胜，是特色产业的关
键。方城县作为传统农业大县，在扎实做好

“三农”工作的同时，以特色产业多元发展，多
点开花为出发点，结合产业优势，摸清资源底
数，围绕工业和农业两大板块，坚持做强一个

“链”与做成一批“点”相结合模式，促进了特
色工业产业链式发展释放大动能，特色农业
产业引领发展激活振兴力。

眼下，以博望镇黄金梨产业、“美丽经济”
月季产业，四里店镇桑蚕产业，杨集镇中医药
产业，赵河镇瓜果蔬菜产业等为代表的特色
农业产业正在方城大地聚力成势，在方城，通
过特色产业实现就业增收的群众超过10万
人。特色产业迸发出的强劲发展势头，正成
为绘就乡村振兴宏伟版图的五彩画笔。

本报讯（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陈炫羽 通讯员贾震）
7月9日，在虞城县李老家乡唐楼村，村庄车间里到处
是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无业变就业、闲房变车间、村
民变工人”的乡村振兴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在这片土地
上落地生根。

“俺村现在有了车间，以后再也不用外出务工了，
在家门口就能挣到很多钱。俺现在每个月能挣3800
多元，加上家里亲人干活挣的钱，俺家每月收入在1万
多元呢，现在的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在唐楼村玩具
生产车间务工的村民蔡晓璐说。

如今，唐楼村已发展成各项工作名列前茅的村，很
多工作都在稳步推进，村民年平均收入达5万元，村集
体经济年收入达80万元。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唐楼村从乡村
产业振兴入手，拉动人才振兴，促进组织振兴，优化文
化振兴，推进生态振兴，建设了4000平方米的车间，已
经有电子、玩具、服装和瓜子等车间相继在村里落地生
根，实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940多人，壮大了村集体经
济的同时，富了村民又富集体。

“我们乡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引进、扩建的10余家
车间正加速运转，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
振兴在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等方面的有效衔接，激活了
乡村振兴‘一池春水’。”李老家乡党委书记刘金良说。

车间建到家门口 产业就业双丰收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杨真真 陈亚飞）眼
下，正值葡萄后期管护的关键时期。7月9日，走进叶
县邓李乡妆头村红鹰产业孵化基地葡萄大棚内，放眼
望去，茂密的叶片下，一串串晶莹剔透、水润饱满的
“阳光玫瑰”挂满了藤蔓，宛如一颗颗“绿宝石”。工人
们穿梭在藤架之间，正在给葡萄“穿新衣”，保障葡萄
的高品质。

“前期，我们主要是抹芽和疏果。目前我们正在
给葡萄套袋，一方面是防虫、防水，另一方面是保证葡
萄的品质和口感。今年的葡萄管理工作基本上算是
完成了，就等着八九月份葡萄收获了，希望到时候能
有个好收成。”该基地负责人杨艳灵说。

近年来，妆头村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投资

200余万元建起33座大棚，采取“村集体+农户”的
模式，引进优质“阳光玫瑰”葡萄进行种植，并将其作
为带动该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主导产业。

“农闲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在这个葡萄园里干活，
平时就是除除草、施施肥，现在给葡萄套套袋子等，
农活轻松也不累，每天七八十元的收入，离家近，既
能照顾家庭又能挣到零花钱，可方便。”基地务工人
员路志花高兴地说。

近年来，邓李乡以妆头村为中心，利用沿沙河带
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日照、便利的交通等有利条件，
围绕“农”字做文章，加快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并辐射
带动马湾、湾李、后炉、庙李等村，种植葡萄等水果
3000多亩。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魏冉王立昆）7
月11日，位于遂平县常庄镇大兴村常兴牧业养
殖公司养牛场里，一头头膘肥体壮的肉牛，从栏
杆间伸出脑袋，咀嚼着草料。养牛场负责人姚
天琪正在牛舍里忙着给牛添草加料、打扫棚圈。

据了解，常兴牧业养殖公司成立于2009
年，总投资3000余万元，现有牛舍12栋、1.8
万平方米。公司以肉牛育肥和繁育为主，自
繁自养，现存栏肉牛900多头，品种有西门塔
尔牛、夏南牛、安格斯牛3个品种。年出栏肉
牛700余头，产值1200多万元，是目前遂平
县最大的肉牛养殖基地。

“肉牛养得好，关键靠管理。”姚天琪告
诉记者，养牛场不仅采用科学的养殖方法，
牛舍为钢架结构，长约60米，四周通风，中
间有一条通道，体格大小不同的牛会被分
栏饲养，并且每头牛都带有两个耳标。
上面的信息非常丰富，有牛的出生年
月、体重，还有详细防疫信息等。

此外，肉牛的饲料大部分都是常兴牧业养殖
公司自己生产。公司目前拥有5座约6000立方米
的青贮窖以及各种饲料加工设备，流转附近农民
800亩土地用于种植小麦、玉米，每年还以高于市场
价的价格从农户手中收购约300吨麦秆、500吨花
生秧以及玉米、酒糟等进行饲料加工。秸秆经粉碎
发酵后作为肉牛饲料，不仅能提高肉牛的品质和免
疫力，还可以有效提高采食量、缩短饲养周期，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成本。该公司仅收购农民原本废
弃的秸秆一项，每年可为附近农民带来近百万元的
收入。

为让广大消费者品尝到新鲜健康的牛肉，前两
年，公司还在常庄镇吴集街和郑州市各开设了一家
常兴清真牛肉汤店，以公司提供的自养新鲜牛肉为
主要食材，实现了从养殖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发
展，着力打造生态肉牛产业品牌。随着养殖场规模

不断壮大，也让当地不少群众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目前，有10多名当地村民在常兴牧
业养殖公司养牛场工作。

7月14日，在
柘城县申桥乡拓海
现代农牧业养牛
场，技术人员正在
观察肉牛进食情
况。柘城县作为河
南省养牛大县培育
县，去年，县政府累
计为16家肉牛养
殖企业解决养殖用
地1600亩，给71
家养牛场（户）发放
贷款4208万元。

张超摄

7月12日，在濮阳县文留镇齐庄村丝瓜种植基地，农民正在将刚采摘的丝瓜进行包
装。齐庄村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建有丝瓜种植大棚350座，全年丝瓜产量4.8万
吨，年总产值5000余万元，被誉为长江以北最大的丝瓜种植基地。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程正锋摄

多点开花 以“特”制胜

77月月77日日，，武陟县武陟县
北郭乡北郭西村郑蜜北郭乡北郭西村郑蜜
葡萄园内葡萄园内，，村民在为葡村民在为葡
萄修果萄修果。。近年来近年来，，武陟武陟
县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县在保障粮食安全的
前提下前提下，，积极引导农民积极引导农民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围围
绕绕““一村一品一村一品””的发展的发展
思路思路，，不断培育新型农不断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业经营主体，，结合市场结合市场
需求需求，，因地制宜发展高因地制宜发展高
产产、、高效高效、、优质的特色优质的特色
农业农业，，不断拓宽群众增不断拓宽群众增
收致富渠道收致富渠道，，为乡村振为乡村振
兴培育新动能兴培育新动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冯佳志冯佳志
通讯员通讯员王琳锋王琳锋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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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
陈炫羽 通讯员陈臣）“现在正是小黄
瓜收获的旺季，你瞧瞧这藤蔓上，一
片叶一个黄瓜，需要一天一摘，俺这
两座温室大棚里的黄瓜每天可采摘
3000多斤，高峰期每天能采摘4000
多斤，俺家这6亩大棚年收入至少20
万元。”7月3日，商丘市梁园区观堂镇
刘庄村种植户曹玉振忙着指挥村民采
摘、分拣、装筐、搬运。

今年34岁的曹玉振原来在湖南长
沙从事大理石厨具销售，妻子在当地一
家企业上班。2023年2月，曹玉振和爱
人返乡过年，在一次家庭聚会时，听一位
亲戚说靠种植水果黄瓜一年收入10多万
元。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曹玉振便详细
询问那位亲戚种植过程中存在哪些风险
和技术要领，没想到那位亲戚也是位直爽
人，当场拍胸脯说：“老弟，只要你想试种，
采购瓜苗和管理技术包给我了！保你比外
出打工挣得多。”

当天晚上，曹玉振就和妻子商议，小两
口经过反复琢磨，认为只要肯吃苦，没有干
不了的种田事，他俩认为在家种植黄瓜不仅
有前景，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说干就干，开
弓没有回头箭。一开春，曹玉振夫妇就把村
北一块3亩黏质土壤田作为种植基地。在亲
戚的帮助下，他们采购了温棚钢架和保温塑料
膜，并从山东寿光采购了荷兰水果黄瓜苗，因
为该幼苗是黄瓜苗嫁接南瓜苗，不仅抗病，而且
产量还高。管理黄瓜期间，曹玉振多次向亲戚
“取经”。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两茬黄瓜就收入12
万元，这下激起了曹玉振的创业热情。第二年春
天，在村干部的帮助下，曹玉振通过转租的方式
承租了3亩耕地，又新建了一座温室大棚，两座温
室大棚仅种植黄瓜就收入18万元。

看到曹玉振靠种植黄瓜走上了致富路，不少
村民登门找到曹玉振拜师学技。今年春天，村民曹
振久在曹玉振的帮助下，建起两座占地6.5亩的温
室大棚。目前，曹振久家种植黄瓜收入6万多元，等
到这茬黄瓜卖完，估计可实现收入10万元。

特色种植不仅鼓起了刘庄村村民的腰包，还为
当地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平台，同时也示范带动了周边村
庄村民搞温棚黄瓜种植。

为让更多村民从事温室大棚果蔬种植，近年来，刘庄村党支部
在开展创建“五星”支部活动中，着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从产业扶
持、技术服务等方面入手不断盘活土地资源，促进规模化经营，村里
还邀请农业专家，给种植户提供技术支撑，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增加
产出效益。

“温室大棚黄瓜是我们村的特色产业，我们通过推行‘党建+’模
式，因地制宜帮助农民发展温室大棚蔬菜，促进产业发展，让温室大
棚经济为农民增收助力。”刘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贤波说。

3000多亩葡萄“穿新衣”

肉牛养殖让群众收入“牛”起来

蔬菜产业强村富民蔬菜产业强村富民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朱丝语）“好
美啊！现在的淮滨真是处处皆景。我最喜欢这东湖的
白鹭岛，现在正是白鹭幼鸟练习飞行的时候，你看他们
从这个岛飞到那个岛，漫天的白鹭和满湖的荷花交相
辉映，随手拍摄一张照片都是一幅绝美的画卷。”7月
10日，在淮滨县东西湖风景区观鸟台上，但见湖上白鹭
齐飞，湖中红荷星罗棋布、错落有致，岸边游人络绎不
绝，竞相拍照留影……好一幅“夏日美景图”。

东西湖风景区位于淮滨县淮河支流饮马港口段，新
老城接合部，景区面积3.85平方公里，水面面积3000余
亩。曾几何时，这个美丽夺目的风景区却是一个杂草丛
生、污水横流的洼地。为提升淮滨县域整体形象和综合
影响力，营造生态科创、文化休闲融合的全域旅游片区。

近年来，淮滨县委、县政府依托淮河流域独特的地
理资源优势，打淮河牌、做水文章，多次对东西湖风景
区进行综合升级改造。目前，该风景区已成为集文化
展示、休闲旅游、观光体验、生态涵养于一体的滨城人
民茶余饭后休闲娱乐好去处。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记者走在通
往湖中小岛的桥上，只见一片碧波荡漾的荷塘让人心
旷神怡，竞相开放的荷花，粉色、白色、红色相辅相成，
随荷叶一齐摆动，闻着淡淡的荷花清香，看着荷叶随风
摇曳，满眼是绿，满眼是荷，让人倍感清爽，炎热带来的
烦躁能一扫而空。

“前几年，我们想要看大片的荷塘还要开车跑到其
他地方去看，这两年我们县也栽植了各种品种的荷花，
闲暇时我们可以俯瞰整个东西湖的美景，近距离观荷
拍照，在岸边水上栈桥上还能身临其境感受荷花的芬
芳。这里成了我们消暑纳凉的好去处。”市民张先生一
边赏荷一边说。

“十里荷塘一望低，清香远播占先机。流连忘返游
人醉，叶绿花红色染衣。”如今的东西湖风景区，亭台花
红、轩榭映绿、碧波泛舟、渔歌对晚，一年四季绿意盎
然，生机勃勃，为休闲、娱乐之优居佳境。

东西湖上白鹭飞
淮滨县打好淮河牌做活水文章

干干干干““““牛事牛事牛事牛事””””发发发发““““牛财牛财牛财牛财””””

农业大乡瓜果香
□本报记者冯佳志通讯员韩田田赵林颖

炎炎夏日，瓜果飘香。在沁阳市王召乡，桃子、甜
瓜正值盛产期，甜蜜的瓜果不仅俘获着人们的味蕾，也
为沁阳特色种植业注入活力。

7月4日一大早，记者走进沁阳市王召乡土培村一
处桃园看到，颗颗毛桃圆润饱满，让人垂涎欲滴。

土培村以种植桃子而远近闻名，作为土生土长的
土培村人，杨梓晗从小就是吃着桃子长大的，放暑假
了，她便迫不及待地来到桃园采摘新鲜的桃子。

今年54岁的刘乐义是这片桃园的主人，种桃已经
18年，种植经验丰富，种植的桃子口感甘甜，深受乡亲们
喜爱，焦作、郑州等地的大型商超定点在他的桃园采购。

“开始种植沙红桃，后来为了紧跟市场需求，改成中
桃8号和春晓，口感都比较好。6月1日开园以来，来这
儿买桃子的人就非常多，一天能卖千把斤。”刘乐义说。

刘乐义算了一笔账，他每亩地能产近4000斤桃
子，按照目前桃子每斤4元的市场均价，30亩桃园的年
产值可达40余万元。除去每年除草、疏果、采摘的工人
工资外，他一年能净赚30万元。

在土培村，像刘乐义一样的桃农还有十余户。该
村桃树种植面积达200余亩。特色种植的延续和发展
不仅为土培村打造了一张“甜蜜”名片，也实现了群众
增收致富。

王召乡作为沁阳市的农业大乡，不仅弥漫着桃香，
还有香甜的“绿宝”甜瓜成熟上市。

在王召乡后兴福村沁阳市张沁杰蔬菜种植家庭农
场，一个个灯笼似的“绿宝”甜瓜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
象。

37岁的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沁杰汗流浃背，正带着
工人一起采摘成熟的甜瓜。别看他年龄不大，种植甜
瓜已将近10年。张沁杰说，以往他种植甜瓜都在室外，
遇到阴雨天甜瓜就会减产，如今有了大棚，不仅甜瓜的
产量有了保障，而且品质也有了提高。

该农场这10座大棚占地15亩，建设资金44万元，
主要通过乡政府向上级争取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建设而成。作为大棚的经营者，张沁杰不仅想
把甜瓜种好，更要将大棚的作用发挥好。

近年来，王召乡立足资源优势，结合“产业兴旺星”
创建，建立长期稳定的“双绑”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培育
典型村庄，充分发挥示范带动效应。通过产业绿色化、
特色化、优质化、链条化，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实现村集
体增收、农民致富。

——方城县以特色农业产业引领发展激活振兴动能掠影


